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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培养中重视茶文化思想的弘扬，不仅有利

于茶文化知识的传承，而且有利于引导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树立良好

的生态意识。并为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提供一种提升自身人文修养以

及完善自身人格的方式，因此，对茶文化思想在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

培养中的借鉴与适用做出研究与探讨，对于提升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

培养成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依托茶文化引导学生树立崇拜自然的思想

在环境能源类法学硕士培养工作中，需要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生

态观、摆正自身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位置，促使学生能够利用自身的

专业知识，为自然生态的保护、生态危机的缓解做出贡献。而在此过程

中，引导学生树立崇拜自然的思想，是确保学生能够端正自身生态观、
强化自身生态保护意识的重要条件。

我国茶的种植与茶文化具有悠久而辉煌的发展历史。从茶叶的起

源来看，茶叶的发现与“神农尝百草”的传说具有紧密的关系，即神农

通过以身试百草，发现了包括茶叶在内的许多具有药用价值的植物，

而这一发现，也让茶叶进入人类社会并成为人类社会饮食体系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奠定了基础。“神农尝百草说”之外，学界中的许多学者认

为茶叶的发现、种植以及生产，与人类社会中的植物图腾崇拜文化具

有紧密关联。在石器时代，围绕氏族构建起的人类社会，会选取特定的

动植物形象作为氏族图腾。由于茶叶不仅能够食用和饮用，并且具有

一定的药用价值，因此，一些先民对茶叶产生了崇拜，并让茶叶成为了

植物图腾中的一种形式。虽然无论是“神农尝百草说”还是“植物图腾

崇拜说”都仅系一家之言，但是这两种说法透露出了两点重要的信息：

首先，茶叶所具有的食用、饮用、药用价值，为茶叶在中国社会饮食体

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并促使茶叶、茶文化在中国社会物质文明以及精神文

明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次，从“植物图腾崇拜说”中可以看出，

茶叶种植与茶文化的发展，反映出了人类对自然的崇敬。对于石器时

代的人类而言，茶叶不仅能够为之带来物质享受，而且化身为神灵，成

为了石器时代人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的重要标志。另外，在茶文化的

发展过程中，茶文学是一种重要的形式，许多古代茶人，在自身文学作

品中都表达对茶叶的喜爱与赞赏。如茶圣陆羽在《六羡歌》中写道：“不

羡黄金垒，不羡白玉杯，不羡朝人省，不羡暮人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

向竟陵城下来。”在这首诗歌中，陆羽通过含蓄的谈茶，表达除了对山

林、茶水的羡慕，在赞扬茶的同时展现出了自身高洁傲岸的人生追求。
陆龟蒙在《茶人》中写道：“天赋识灵草，自然钟野趣。”杜牧则在《题茶

山》中写道：“山实东吴秀，茶称瑞草魁。”从这些诗词中可以看出，我国

文人在对茶叶进行称赞时从来不吝溢美之词，而古人对待茶叶所持有

的这种态度，也可以看作是对“植物图腾崇拜”以及“自然崇拜”所做出

的延伸。
在环境能源类法学硕士培养工作中，将茶叶与茶文化的起源、茶

文学等内容渗透到专业课程教学以及生态观教育中，能够引导环境能

源类法学硕士了解古人对自然的崇拜与敬畏，并将这种思想根植于自

身的意识当中，从而摒弃学习、生活以及工作中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促使自身树立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自然保护意识，这对于提升环境

能源类法学硕士专业素养、为环境能源类法学硕士人才培养工作找准

出发点与落脚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依托茶文化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道

在环境能源类法学硕士培养工作中，不仅需要引导学生产生对自

然的崇拜与敬畏之情，而且有必要引导学生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之

道做出探索。在此过程中，挖掘茶文化所蕴含的“禅茶一味”以及“天人

合一”等思想，不仅有利于传统生态文化的弘扬，而且能够有效提升环

境能源类法学硕士人才的人文素养，并调整环境能源类法学硕士人才

对人和自然关系的认知。
在我国茶文化发展过程中，包括儒释道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所带

来的影响不容忽视。如在佛教文化的影响下，我国茶文化具有了许多

含有佛理禅机的内容，其中，“禅茶一味”不仅强调以茶礼佛，而且重视

以茶助禅，认为人不仅可以通过饮茶体会人生，而且能够通过茶道做

到更好的修身养性。在道家文化的影响下，我国茶文化则具有了更多

“仙风道骨”的气息，其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为我国茶文化、茶道体系

的完善提供了灵魂式的根基，在这种对朴素、自然进行推崇的文化，也

让我国茶文化具有了养生、贵生的内涵。无论是“禅茶一味”思想还是

“天人合一”思想，都反映出了茶人对回归自然所具有的渴望以及对

“天地与我并生”境界的追求，而这些渴望与追求，则为茶人寄情于自

然、心融于自然提供了动机。与此同时，“禅茶一味”中所提倡的万物皆

有佛性以及“天人合一”中所提倡的自然人化，都认为自然中的事物都

是能够与人进行精神交流的生命体。也正因为如此，我国茶人在饮茶

过程中才如此重视山水、草木，乃至茶桌上的一个小物件儿与小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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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茶文化思想源远流长、底蕴深厚，在我国人才培养与教育领域展现出了不容忽视的价值。本文围绕茶文化思想在

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培养中的借鉴与适用，对茶文化在引导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树立崇拜自然的思想、探索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之道以及提升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人文素养方面的价值与茶文化在能源环境类法学硕士培养中的渗透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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